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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少数民

族聚居的省份，由于自然和历史等方面

的原因，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目前在全

省 3 500 万人口中有贫困人口 800 万，约

占全国贫困人口的 1/8，其中人均年纯

收入不到 200 元的极贫人口 392 万，集

中连片的国家级贫困县 48 个。因此，扶

贫是贵州的一项重要任务。

树立“旅游扶贫”新观念

从自然条件来看，贵州省土地资源

以山地、丘陵为主，山地面积占土地面积

的 87% ，耕地面积 2 762 万亩，仅占全省

土地面积的 10 .5% ，而贫困地区的耕地

数量更少，条件更差。再加上人口素质

差，交通运力弱，生产力水平低下等因

素，严重制约了工农业的发展。但贫困

地区也具有其独特的资源优势。首先，

贫困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贵

州省是世界上喀斯特岩溶地貌发育最典

型、面积最大的地区之一，这一特殊的地

貌，造就和形成了众多的高品位的旅游

资源，而这些资源大多分布在深山、石山

和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地区，如：镇宁、

关岭两县境内有我国著名的黄果树瀑布

群；威宁县有被称为“贵州高原明珠”的

天然淡水湖草海；织金县有被誉为“世界

奇观”的织金打鸡洞；荔波县有世界同纬

度地带罕见的亚热带喀斯特原生森林及

小七孔景区等等。其次，贵州省贫困地

区往往是民族地区，全省有 34 个少数民

族贫困县，占 48 个贫困县总数的 73 % ，

这些地区都有着浓郁、独特的民俗风情。
比较重要的民族节日 有苗族的“四 月

八”、“芦笙会”；布依族的“歌会”、“三月

三”；侗族的“社节”、“侗年”；土家族的

“过赶年”；彝族的“火把节”等等。如何

把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是帮助贫困

地区脱贫致富的关键。
针对这种情况，从 1991 年起，贵州

省财政部门配合有关部门，结合扶贫工

作进行了认真研究，逐步形成了把旅游

资源开发与扶贫结合起来，开展旅游扶

贫的观念，正式把“以 旅游促进对外开

放，以旅游促进脱贫致富”作为全省财政

和旅游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措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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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对旅游的投入和政策上的扶持。在财

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省财政每年从新

增财力中安排不低于 300 万元的资金用

于支持旅游发展。在“八五”期间，财政

无偿投入的旅游建设资金近 4 000 万元，

有偿使用的周转金约2 500 万元，同时对

旅游企业上缴的企业所得税实行先征后

退，全部返还用于支持旅游企业的发展。
今年省政府又出台了多方筹集旅游资金

的办法，省财政继续将旅游企业的所得

税全部返还，预计每年将筹集到 800 —

1 000 万元的资金，专项用于对旅游业的

投入。
通过这些年的努力，贵州省的旅游

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拥有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 8 个，省级风景名胜 24 处，初

步形成了以黄果树、龙宫、织金洞为主的

西线旅游区和以小七孔风景区、民族风

情为主的东线旅游区。“八五”期间，贵

州省国际旅游高速增长，接待海外旅游

者人数从“七五”末期 1990 年的 2 .4 万

人次增加到 1995 年的 13 .65 万人次，创

汇从 180 .9 万美元增长到 2 897.9 万美

元 ，年 均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3 8 .1 6 % 和

75 .23 % ，五年间累计接待海外旅游者

47.4 万人次，创汇 7 050 .5 万美元，分别

较“七五”增长 4 .02 倍和 8 .83 倍；国内

旅游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五年累计接

待国内旅游者7154.37万人次，收入21 .2

亿元，分别为“七五”的 3.9 倍和 21 倍，

年均增长率分别达 29.1 % 和 71 % 。

开发一景，富民一方

“旅游扶贫”的观念形成后，贵州省

财政部门有意识地选择了一批旅游资源

较为丰富、市场前景好、交通相对便利的

贫困地区实施“旅游扶贫”，帮助和扶持

这些地区开发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在 25 个少数民族

县建起的 50 余个民族风情点，已使 3 万

多农户脱贫致富。
——天河潭景区，是 1990 年开工建

设，1992 年开始试开放的一个新的旅游

景点。该景区周围有 4 村 15 寨，800 多

户，5 000 多人。4 村均位于半石山的喀

斯特山丘地带，山高水低溶洞多，人均占

有耕地仅 0 .82 亩。1992 年以前是家家

缺钱少粮，60—70 % 的农户靠贷款买返

销粮，部分农户生活还得靠民政救济。
随着天河潭景区的开发，面貌发生了很

大变化，人均年收入从 1992 年前的 200

多 元 增 加 到 1 9 9 4 年 的 1 2 0 0 多 元 ，

96 .2 % 的农户已解决了温饱，60 % 的农

户正朝着小康迈进。
——位于贵州省南大门的国家级贫

困 县荔波县，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仅

9 000 万元，财政收入只有 1 064 万元。
1990 年以后，随着荔波樟江风景区的开

发建设，到 1994 年，该县的国民生产总

值增加到1 .85亿元，财政收入增加到

2 482 万元，其中个体工商税收随着大量

游客的涌入也从 1990 年的 38 万元增加

到 1994 年的 650 万元。1995 年该县旅

游企业上缴的税金就突破了 300 万元。
——位 于 梵净山东 部的 江口 县，

1990年以 前全 县国内生 产总值不到

9 000 万元，主要靠农业、传统工业、交通

运输、商业等创收，经济发展缓慢。1990

年以后，随着梵净山旅游资源的开发和

旅游业的兴起，该县经济发展生机勃勃，

呈现出一片兴旺景象。1995 年，全县国

内生产总值已达到 2 .85 亿元，旅游业生

产总值达到了 4 750 万元，占全县国内生

产总值的 16 .67 % 。尤为可喜的是旅游

业的发展不仅增加了地方财政的收入，

改善了景区周围群众的生活，还带动了

该县交通、商业零售、广播电视、文化娱

乐、饮食等行业的发展，带动了乡镇企业

的发展。
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使贫困地区的

群众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还促进了人

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每年随着数十万中

外游客的涌入，现代文明也随之带进了

山寨，人们开始注意到了自己的言行举

止和村容寨貌，意识到学习科学文化知

识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富裕起来的村民们捐资办学、投资公益

事业的事已屡见不鲜。

旅游扶贫，任重道远

“贵州省扶贫攻坚计划”目标是：“到

本世纪末，全省基本实现解决贫困地区

绝对贫困问题。1996 年—1998 年，平均

每年要有 200 万贫困人口越过温饱线，

1999 年—2000 年，平均每年要有 100 万

贫困人口越过温饱线。”这意味着必须在

本世纪末的 5 年内每年解决 160 万贫困

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从 1985 年到 1995

年的十年间，扶贫开发的速度是平均每

年解决 80—90 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
另外，据有关部门测算，要解决贫困人口

温饱问题，人均资金投入要达到 1 500 元

左右。即使现有的扶贫资金全部直接用

于解决温饱，也相差一半的投入。而贫

困地区地域偏远，交通不便，科技落后，

信息不灵，教育程度差，经济发展水平低

则更是扶贫攻坚的难中之难。
为确保实现本省扶贫攻坚计划目

标，在抓旅游促扶贫方面，将继续采取有

力措施。
第一，加强旅游扶贫的组织领导。

旅游扶贫工作不仅仅是财政部门和旅游

部门的事情，而是全社会的事情。继续

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使各级政府部门及

社会各阶层人人关心，大家出力，多方筹

集资金，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加大

旅游扶贫的力度，以促进民族地区尽快

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
第二，把旅游周转金、旅游发展资金

等各种有偿、无偿的资金与旅游扶贫工

作很好地结合起来。财政、旅游等部门

在安排选择项目时，在注意经济效益的

前提下，讲究资金使用的社会效益，使旅

游发展资金对帮助民族地区人民脱贫致

富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处理好富民与富县的关系，使

旅游扶贫的投入与财源建设相结合，培

植新的财政增长点，不断增强各级财政

的财力。在群众脱贫致富的基础上，要

使各级财政收入有所增长，只有旅游收

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增长，财政实

力增强了，才能使各级政府包括财政部

门对旅游扶贫更加重视，更加积极，更有

能力。
第四，树立协调发展的思想。开发

利用贫困地区旅游资源要统筹规划，把

扶贫开发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结合起

来，既要重视经济效益，又要重视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使经济、社会、生态协调

发展。
（责任编辑  吴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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